


 

联合论坛 

省卫生厅的资助完成了部分乡镇 

卫生院危房改造和配套设施建设 

以及县人民医院、防疫站和妇幼 

保健站的改造、升级和达标的任 

务。在民族文化政策上。制定了 

一 系列扶持民族地 文化事业发 

展的政策，召开了民族文化研讨 

会，兴建了会同民族文化馆、民族 

图书馆等。会同通过对县域民族 

工作的全面、深人了解，加强宣传 

教育，不仅使各级党员十部 、统战 

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加强了对统一 

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而 

且也帮助人民群众了解有关党的 

统一战线理论 、方针、政策。 

(二)着力统战队伍建设，倡 

导多培养与使用少数民族领导干 

部，做好民族统战工作，维护全县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统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 

统战队伍的发展壮大，是做好统 

战工作的基础和保证。会同县通 

过加强统战部门] 作人员素质的 

培养，为民族统战工作创造必要 

的工作条件等途径，打造了一支 

思想觉悟高、文化水平高 、办事能 

力强的民族统战队伍。在加强党 

的队伍建设的同时，会同县还注 

重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坚持 

以各级党校为载体，分类别、分层 

次强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的培 

训。1995年乡镇党委、政府换届， 

均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备干 

部，1996年 3月对全县民族干部 

进行调整，县级在职领导 28人 

中，少数民族干部 l3人，占46． 

43％，县人大代表 216人中，有少 

数民族代表95人，占43．98％，县 

政协委员 161人中有少数民族委 

员62人，占38．5l％，全县乡镇人 

大代表 1283人中，少数民族代表 

759人，占59．6％，副科级以上干 

部887人中，有少数民族干部 430 

人，占48．53％。至2005年底，全 

县共有少数民族干部 1036人，占 

全县干部(不包括教师)总数2195 

人的47．2％。“四大家”在职县级 

领导 42人 中，少数 民族干部 25 

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 59．52％， 

在职副科级以上干部 907人中， 

少数 民族干部有 446人，占 49． 

17％，25个乡镇党政一把手，有 

24人 为少数 民族 干部，占 46． 

15％，13O个县直机关单位，有 47 

名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一把手，占 

36．15％。会同通过对少数民族 

干部的广泛培养与大胆使用，使 

得县域民族统战工作成为维护全 

县安定团结的有效保障。 

二、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是做 

好民族统战工作的必要条件 

会同是多民族聚居的非民族 

自治县，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存在， 

信教群众较多的县，做好县域 民 

族统战T作，必须高度重视宗教 

问题。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 

士，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是做好县 

域民族统战工作的保障。 

会同县内宗教派别主要以佛 

教、道教和基督教三教为主。在 

2005年以前，有宗教 活动场所 

198处，其中依法登记的68处；道 

教4l处，有道教信众37170人；佛 

教26处，有佛教居士 3281人；基 

督教堂 l处，有教徒218人。没有 

登记 的寺庵、民间庙宇 130处， 

寺、庵管理人员586人，信教群众 

约 4．3万人。 

(一)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清 

理整顿宗教场所 

改革开放后，会同县县委落 

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 

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不过，仍有 

少数人以宗教活动为名，行敛财 

之实。这不仅伤害了信教群众的 

宗教感情，也不利于县域经济社 

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在开展 

宗教工作中，会同县严格分清宗 

教活动中的合法与非法、正常与 

非正常的活动界限，尊重、支持、 

保护合法的正常的宗教潘动，取 

缔、打击非法的、不正常的宗教活 

动，将宗教活动纳入法律和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从上世纪 80年 

代到本世纪初，会同相继出台并 

落实了一些利于民族宗教统战1一 

作的政策与措施：1982年，县委统 

战部批准同意基督教三自(自治、 

自养、自传)爱国会的成立。1986 

年，开展 落 实 宗 教 房 产 工 作。 

1995年，为贯彻落实《湖南省宗教 

活动场所管理条例》成立了会同 

县宗教活动清理整顿登记工作领 

导小组，开展会同县宗教场所清 

理整顿工作。2000年，县佛教协 

会和道教协会成立，并指导协会 

对教徒进行以“热爱祖国、热爱社 

会主义，团结进步，服务社会”为 

主要内容的教育。在会同县各级 

党组织的指导和支持下，会同县 



宗教统战工作开展顺利，将宗教 

活动统一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来。 

(二)积极开展反邪教斗争 

会同县境内有本土邪教组织 

“门徒会”，1997年邪教组织法轮 

功传人，2004年邪教组织主神教 

传人，这些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 

曾经给会同县正常的宗教活动带 

来了严重危害，严重威胁着会 同 

县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县委统战部、县宗 

教协会、公安部门等各机关协调 

合作，依法取缔了这些非法组织， 

对参加邪教组织人员进行了思想 

教育，并对全县群众进行 了认清 

邪教本质的教育，维护了宗教的 

纯洁及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是民 

族统战工作的根本保证 

会同县域少数民族众多，如何 

利用好县域生态 自然资源及少数 

民族人文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使 

域内各族人民共享经济进步成果， 

是会同县委、县政府 自改革开放以 

来一直坚持探索的民族统战课题。 

(一)鼓励少数 民族 同胞 因地 

制宜推进林木业、矿业及特色产 

业发展 

蒲稳侗族苗族乡处云贵高原 

边缘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无霜期长，严寒酷暑时 

间短，年平均气温 16．8摄氏度， 

年降雨量 1432．5毫米。境内主 

要树种有油茶、油桐、楠竹、杉、松 

等 20多种。依据其 自然生态坏 

境，乡政府大力推进特色农业产 

业化，形成了以油茶、桐油为主的 

特色经济作业；以优质稻、优质薯 

为主的粮食作业；以柑橘、梨为主 

的林果产业；以生猪、山羊为主的 

畜牧业；以创收增智为主的劳务 

输出业等五大主要产业。油茶面 

积 1．5万亩，食用优质茶油年产 

量约400吨；油桐面积 1．2万亩， 

年产桐油 300吨左右，这些产 品 

以其独特的品味享誉省内外。 

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发展特色 

产业。一是围绕“种植中药材，致 

富金子岩”的目标 ，大力加强天麻 

和百合产业，种植面积达 1000余 

亩，种植户260余户，年产值 1000 

万元，百合畅销省内外，成为远近 

闻名的“中药材之乡”。二是以生 

态建设为重点，再造秀美山川，共 

完成荒山造林 15000余亩，建成 

工业原料林 5400亩，完成退耕还 

林 1300余亩。三是充分利用水 

电优势，大力发展水电产业，投资 

200万元新建金沙电站、改建木栗 

电站，总装机容量达 880千瓦。 

四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兴建了 

元贞木扣厂和金子岩花炮厂，实 

现了工业企业“零”的突破。特色 

产业的发展促进 了农民增收，壮 

大了集体经济，为民族 团结进步 

事业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成为以 

特色产业促民族团结进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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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示范点。 

(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 

展民族旅游和文化产业 

改革开放后，会同县综合县 

域 自然、民族资源，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推动县域统战工作开展，促 

进了县域经济大发展。会同县涌 

现出一些具有典型特色且具强劲 

经济生产力的民族乡镇、乡村。 

位于会同县域西北部的宝田村是 

一

个以侗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村，民风淳朴，民族文化底蕴深 

厚，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存较为 

完好。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鼓锄茶”，有清明采茶节、茶场 

对歌等风俗。2008年乡庆期间， 

村民以当地少数民族古老传统文 

化组织编排的节 目得到了省、市 

领导的好评；2009年 5月，村 民 

自编自演的传统民俗舞蹈《稻草 

龙》纳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 

报范围。荣获省级“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荣誉。目前，该村正依托 

省级“侗族苗族特色村寨”品牌效 

应，大力挖掘茶乡文化，以茶文化 

推动茶叶产业发展，以茶叶产业 

发展促进茶乡文化繁荣。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会同县志 

(1978—2005)))2012年版，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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